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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自习室里共享自习室里，，学员们正在学习学员们正在学习。。

本报记者郑 红

自出梅以来，我市降水持续偏少，大
部分地区出现中度到重度气象干旱，目前
已经出现夏秋连旱，预计未来降水仍将偏
少，出现夏、秋、冬连旱的可能性较大。目
前，全市大中型水库已经出现水面干涸的
情况，截至 11 月 13 日，长潭水库水位约
27.5米，蓄水率不足40%，较常年同期偏少
45%左右。

11月4日，台州市水利局发布水利旱情
黄色预警（中度干旱），预警区域包括温岭、

玉环、仙居。当天，全市大中型供水水库蓄水
率45.4%，长潭水库水位27.07米，温岭麻车
桥水位0.84米，仙居城区供水水库盂溪水库
蓄水率28.4%，玉环本地供水水库蓄水率低
于30%，气象预测今冬明春降雨偏少。

对此，水利部门建议做好抗大旱、抗
长旱的准备，加强水资源统一调度，优先
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并充分挖掘非常
规水源潜力，加强全社会节约用水，严格
管控生态及洗浴、洗车、道路冲洗等高耗
水行业用水。

旱情持续发展，我市各个部门通过

“做加法”的方式来应对干旱影响，如开辟
新的水源、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等。

同时，部分地区也做起了节约用水的
“减法”，倡导节约用水。近日，玉环市发布
通告，按照抗旱Ⅳ级应急响应的要求，根
据市域水库和长潭水库蓄水情况，结合气
象部门对该市下阶段降雨量预测，决定于
11月12日起实行计划调度供水。

截至目前，温岭、三门、玉环均已根据
抗旱应急响应等级，实行错峰供水、隔日
供水等等措施。

应对用水问题，养成节水习惯必不可

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些日常节水的
小妙招：一是减少用水时长，比如洗漱、洗
浴、洗菜间隙及时关闭水龙头，避免长流
水，控制使用水量和时长；二是做到循环
用水，比如收集利用热水前段的冷水，收
集洗衣后漂洗的水用作拖地、冲厕用水；
三是用水时注意方法，比如洗衣机清洗衣
物宜集中，少量衣物宜用手洗，清洗餐具
前先擦去油污，洗澡宜用淋浴；浇灌绿植
要适量，多用喷灌和滴灌；倡导“空瓶”行
动，杜绝“半瓶水”浪费等，以上这些方法
都能有效节约家庭用水。

旱情持续发展 节水小妙招请收好

郑 红

上周，在立冬节气明媚的阳光中拉开序幕，往
常立冬节气是一年中全国平均气温下降速度最快
的节气，不过今年立冬一反常态，不降反升，周一至
周六气温逐日回升，即使后期阳光有些偷懒，但一
路高涨的气温，加上湿润的空气，依旧让我们在秋
日里经历了一个“假阳春”。周六是本轮升温的顶
峰，各地的最高气温均升至26—28℃，仙居更是超
过了30℃。

上周四，我市人影作业队伍择时开展人工增雨
作业，实施烟炉作业3次，燃烧烟条3根。在自然降
雨和人工增雨的共同作用下，我市出现小雨，仙居
西南和黄岩西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

秋冬季节，疯狂的升温过后，往往预示着冷空
气要来。上周日，一股冷空气“到货”，呼呼的北风和
阴沉的天空，让大家一下子从夏天回到秋天。前期
升温有多猛，如今降温就有多狠，断崖式的降温还
在继续，日平均降温幅度可达5—7℃。

今天又是新的一周，本周阳光开始偷懒，我市
基本维持阴天为主的天气格局，气温先降后升，部
分地区还会时不时飘点小阵雨。在本轮冷空气的打
压下，气温从偏高回到正常值，周前期早晨最低气
温北部地区降至9—11℃，其他地区12—14℃，阴冷
感明显。周三开始，暖湿气流又活跃起来，冷暖空气
交锋频繁，阴雨天气会有所增多。在雨水的影响下，
气温回升的势头也会被压制住一些，最高气温只到
22℃左右。

台州市区具体天气预报如下：周一阴部分地区
有时有小雨，15—17℃；周二阴到多云，14—18℃；周
三阴有雨，14—17℃；周四多云到阴，局部小雨，16—
23℃；周五阴有雨，18—22℃；周六多云到阴，局部小
雨，18—23℃；周日阴，局部小雨转多云，16—23℃。

阳光偷懒
阴天唱主角

本报讯（通讯员郑灵芝）11月10日下午，温岭市动物
园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接到群众电话后迅速行动，成功救
助了一只受伤白鹭。

热心市民名叫林新方，是温岭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的员工。当天中午吃完饭，他和两名同事来到位于城东街
道东湖社区的瓦窑头河边散步，远远地看见一只白色大
鸟站在河边，全身白色羽毛，长腿、尖嘴，但走起路来颤颤
巍巍。“这只看起来像白鹭，可能是受伤了！”林新方快步
上前，花了将近五六分钟，才将大鸟抓住。

随后，他通过温岭市林业部门联系到野生动物救助
中心。下午2时许，救助中心工作人员孙震来到现场。

“这是一只小白鹭，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孙震
观察后说，这只白鹭可能是饮食系统或者消化系统出现
问题，接管回去后，动物园的兽医会对其进行检查，救治
一段时间后，如果适合放飞了，会将其放归大自然。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
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林业部门提醒大家，如发现受伤
或落单的野生动物，切不可自行救助或盲目放生，要及时
报警或联系林业部门处置。

白鹭受伤落难
市民出手救助

近日，在老师的带领下，温岭市箬横镇第二幼儿园
近百名孩子集中“晾晒”家中的瓜果蔬菜，培养珍惜食物
的意识。 本报通讯员江文辉 陈银芝摄

萌娃晒萌娃晒““秋秋””

本报记者洪佳祯

随着经营者越来越多，叠加疫情的影
响，共享自习室“快速生长”的同时，生意
并没有想象中的好。

采访中，受访者们也不断提到，付费
自习室的营业收入主要靠会员费，自习室
陷入“盈利模式单一”现状。可复制性强、
创业门槛低，是很多入局者的共识。

从综合成本看，以明途自习室为例，
房租、家具、系统和设备成本加上人力、运
营成本等，第一家店前期投入十余万元，
后期每月运营成本在 1.3万元左右。从收
费看，由于推出的服务相对单一且同质化

明显，缺乏核心竞争力，售卖学习卡成了
其唯一的盈利点。

新人体验日卡，1元；日卡，18.9元；自
习 50小时卡，99元；7天周卡，125元……
点开网站团购界面，付费自习室的优惠信
息令人目不暇接。

“这一年，附近开了不少新的自习室，
价格也越来越便宜。”林建平说，该自习室
从开业至今，不同套餐下，小时卡价格下
降了 35％-65%，次卡下降了 20%-30%，
日卡下降了 47%，周卡下降了 29%，月卡
下降了26%。

目前台州付费自习室日均价格集中
在 18.9元至 30元不等，仍有不少市民认

为付费自习室价格偏贵。一边是供应端盈
利点单一，另一边是消费者对价格不满，
双重夹击之下，付费自习室面临的困境可
想而知。

在微信群“全国自习室行业交流群”
里，林建平几乎每次点开看，都能看到不
同省份的共享自习室正在转让房间、转售
桌椅，“北京、杭州这些共享自习室发展比
较早的城市已经出现了倒闭潮。”

在台州共享自习室不断增加，上座率
减少的情况下，为提高竞争力生存下来，
林建平也曾想过很多方法。

效仿外地的同行，将自习室装修得
“网红”一点；开发线上学习社群，提供考

研、考公等学习资料……不过，林建平说，
网红店人流大，但来的人大多只是打卡，
不是共享自习室的用户群，甚至还会影响
安静的学习环境。另外，不少来自习室学
习的人都有自己完整的学习资料，其他资
料反而可能对学习造成影响。

“共享自习室只是提供安静学习环境
的场所，要再开发新产品、新业务，反而与
会员们来学习的初衷背道而驰了。”为此，
林建平只能通过不断完善和提高，希望用
更多“加法”，在细节和管理上让会员们觉
得能享受到“超值服务”，比如提供长期的
书籍放置柜，或是羽毛球等运动设备。至
于未来如何发展，依然在探讨。

共享自习室缘何叫好不叫座？

本报记者洪佳祯文/摄
整齐的隔板、柔和的灯光、干净的桌

椅和一应俱全的基础学习设施，满眼望去
都是在学习的人，这便是沉浸式的共享自
习室。

作为共享经济的产物，共享自习室
2019年率先在一线城市出现，2021年，椒
江、温岭、路桥等地也纷纷涌现出共享自
习室，一年多时间全市冒出了十余家。台
州共享自习室为何如此火热？记者走访部
分自习室了解情况。

在共享自习室学习更有氛围

小程序上选好位置、下单、扫码，门锁
自动打开。进门后走到选好的隔位开灯，
便可以开始自习。在台州东商务区的一家
共享自习室里，沉浸式学习的氛围满足了
大家的“充电”需求。

今年 4 月，27 岁的朱先生辞去了工
作，开始备考研究生。虽然在杭州、台州工
作了4年，工作比较轻松，收入也还不错，
但是他一直希望突破现有瓶颈，于是考研
成了一种破圈方式，而“花钱买学习环境”
成了朱先生的刚需。为找到一个既安静又
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在实地看了几家共享
自习室后，他选择来到明途自习室，每天
上午 8点到自习室，晚上 12点再回家，即
便是周末也不例外。

“共享自习室里更有学习氛围。它并
不只是一个环境或是配套设施，更是一种
紧迫感。”为了方便学习，朱先生在外租了
房子，但显然在自己的房间学习并不能满
足他的需求。

“在家学习效率不高，有时候觉得
自己学了很久，有时候又觉得偷会懒也
没事。但是在自习室，身边大多都是考
研、考公、考证的人，大家在休息室的时
候也会互相勉励，了解各自的学习进

度。”朱先生说。
朱先生喜欢在明亮的地方学习，他

常坐的座位靠窗，学完后可以远眺，缓
解压力。桌面上摆着电脑、考研用书、水
杯和笔筒，上面的柜子上则放着学习资
料，显然他已经非常适应在共享自习室
的学习生活。

一年开出十余家

共享自习室的商业模式起源于日韩，
是指根据时间付费从而获得自习室座位
使用权的一种共享经济形式。2019年被
称为中国付费自习室的元年，仅一年时
间，全国就“冒”出约5000家付费自习室。
台州虽在去年才入局，但一年多来，已经
开办了十余家共享自习室。

明途自习室是台州第一家共享自习
室。去年 3月，负责人林建平萌生了开共
享自习室的想法。

“我有朋友在北京开了一家，生意还
可以。”林建平说，在北京、杭州等一线城
市考察了付费自习室后，回到台州，租下
了 170平方米的房间，办起了自习室。这
里位置优越，位于市中心，周边公交站、商
业广场都在1公里以内。

自习室位于11楼，主要分为阳光房、
小黑屋、键鼠室、休息室、茶水间等区域。
阳光房三面玻璃，采光较好，拥有视野开
阔的窗外CBD风景；小黑屋模拟夜晚，只
有桌前的一盏灯用于照明，更容易专注于
学习；键鼠室提供给使用电脑的人群，避
免敲击声影响他人；休息室则更显温馨，
落地窗前是吧台，一旁有秋千椅，是提供
吃饭、休息、背书、讨论的场所，一面墙有
格子柜，用于学员们放置学习资料。

此外，该自习室还提供打印服务、微
波加热服务、免费茶水、咖啡、零食等。

正值工作日的下午时段，共享自习室
里只有20余人，他们互不打扰，正埋头学

习。“目前每天上座率都能维持在 50%左
右。”林建平说。

另一家上岸沉浸式共享自习室则是
在一家写字楼内，构成也更显简单，主要
由学习室和休息室组成。休息室里，一位
市民正看着平板进行考研学习。

自习室负责人金先生介绍，他们去年
10月份开业，面积110平方米，提供学习、
饮水、打印等基础功能。

走进学习室，50个座位上零零散散
坐了十余人。“共享自习室的生意有明显
淡旺季，寒暑假上座率会比较高，能达

60％至70％。”
对于共享自习室的普及率，记者随机

询问了十余位市民。大多市民并不知道共
享自习室的存在，即便有听说过，也不知
道台州是否有、在何地，更不用说去自习
室学习了。

那么，共享自习室的受众群体都是哪
些人？

金先生表示，多数顾客都是在大城市
上学的学生，对共享自习室有了解，又有
考研、考公或是考证的需求，“这一群体最
愿意‘花钱买学习氛围’”。

台州一年开出十余家共享自习室

你会为“学习氛围”买单吗？


